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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总结我国利用 红黄壤资 源的成绩
、

经验的基础上
,

提 出了进一步开 发利用的 建议
。

我囚南方红黄壤 (包 j舌紫色土 )区域跨越广东
、

广西
、

海南
、

福建
、

台湾
、

江西
、

湖南
、

贵州
、

云南
、

四川
、

浙江
、

安徽
、

湖北
、

江苏等 14 个省 (区 ) 的全部或一部
。

面积 32 亿亩
,

占

全国土地而积的 22
.

7%
。

红黄壤农地 约2
。

0亿亩
,

可用于农业开发的荒地 1
.

1亿亩
,

零散分布

的牧用地 1
.

0亿亩
,

水面 1
.

1亿亩
。

全区人 口承载量 4
.

3亿
,

占全国人 口近 4 0%
。

历年为国家提

供的商品粮约占50 一 7 0 %
,

林产 50 %
,

茶
、

果
、

土特产 占60 %以上
。

显而易见
,

本区在我国农

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贡的地位
。

本文拟就开发红黄壤资源潜力问题谈几点认识
。

一
、

已有成就的启示

建国 4 1年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综考会
,

中国农科院土肥所
、

浙江农科 院土

肥所
、

江西省红壤研究所等单位
,

做了大量的土壤及自然资源调查考察
、

田间试验研究和技

术成果的应用示范推广
,

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

社会及生态效益
。

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对南方红黄壤的分布
、

形成和分类
、

土壤发生和理化等性状研究得

比较全面
,

取得了若干高水平的成就
。

农业邓有关单位从
“

六五
”

开始
,

即将
“

南方
·

红 (黄 )壤区域治理和开发研究
”

列为 该部的重

点项目
。

此项研究针对区域性的季节性干早
,

中
、

低产地 (田 )改良
,

名
、

特
、

优产品优质高

产及人工生态模式的经济效益等问题
,

进行了较系统的田间试验和示范推广
。

不少试验基点

建成若干
“

红壤荒丘变绿洲
”

的示范样块
; 另一方面

,

部分单项农
、

果产品的栽培获得高产
,

如玉米亩产 1 0 0 0公斤
;
柑桔 6 5 0 0公斤

。

上述成就给了我们以下儿点启示
:

(一 )必须开展大农业生产
,

进行生物与生境相关性的研究

本区域制约红黄壤资源潜力发挥的主要障碍是水土流失
,

季节性旱
、

湿和土壤肥力衰竭

等生境因素
,

而它们对区域性农业的发展制约机制与生物之间的互抑或互促的规律
,

在理论

研究上仍是薄弱环节
。

因此
,

欲使红黄壤资源充分地转化为生产力
,

发展种
、

养殖业固然重

要
,

但
一

首先要
一

验总结出利用生物自身活动来改善其生境的一系列应用基础理论
,

做为各项

增产措施的科学依据
,

再去指导实施
,

则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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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必须进行以农
、

林
、

果
、

畜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

过去对红黄壤区域的治理和利用上常有顾此失彼相互矛盾的状况
。

诸如
,

开垦荒地与水

土流失的矛盾 ; 丘岗平田种稻与水源的矛盾
;
用地与养地的矛盾等等

。

今后
,

应重视以综合

配置研究为 目标
,

因地制宜建造具有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样

块
,

逐步形成生物与生态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
。

(三 )必须深入研究红黄坡肥力的机理

前人对红黄壤水
、

肥特性动态以及改土培肥措施等方面虽做出很大成绩
,

但对红黄壤肥

力本质和影响机制仍然揭示较少
;
加之研究手段落后

,

从而影响了对红黄壤资源潜力的开发
,

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

二
、

开发红黄壤资源潜力的几点认识

(一 )划定红黄壤区域增产潜力大的主攻地段

南方红黄壤区域跨及北纬 4一 31
。

的热带及亚热带广阔地区
,

包括山地
、

丘岗和平原
。

前

人调查资料表明
,

从大农业的角度考虑
,

最有开发前景的地段主要是 4 大块
: 1

.

中亚热带第

四纪红色粘土低丘红壤类型
,

总面积约 6 5 0 0万亩
,

具有坡度平缓
,

土层深厚
,

开发的适宜性

广
,

增产潜力大的特点
; 2

.

中亚热带第四纪风化壳坝子地黄壤类型
,

面积约 3 5 0 0万亩
,

坝子

面积虽大小不一
,

但地势均较平坦
,

是云贵高原主要的粮仓
; 3

.

中亚热带剥蚀残丘紫色土类

型
,

面积约 7 0 0 。万亩
,

岩体疏松易风化
,

养分补给力强
,

多 已辟为梯田式水田或旱地
; 4

.

南

亚热带沿海海相沉积台地赤红壤类型
,

总计约 2 5 0 0万亩
,

由若干个地势较平坦的八卦台地构

镶
,

是沿海地区主要的农业基地
。

以上诸类型均属中
、

低产区
,

其中水田 7 0 0 0万亩
,

亩产 3 00

公斤 ; 早地 6 5 0 0万亩
,

亩产 15 0公斤 ; 经
、

果园 6 0 0 0万亩
,

亩产折合果品 5 00 公斤
。

此外
,

还有近 8亿亩的各类荒地
,

其中具有农业开发价值的土地约 1
.

1亿亩
,

是垦殖的后

备资源 , 另有约 1
.

0亿亩零散分布的牧业用地和 1
.

1亿亩水面
,

它们将是发展养殖业的重要土

地资源
。

(二 )建造人工高效复合生态系统模式

欲使红黄壤资源潜力转化为生产力
,

首先必须十分重视该区域环境条件的改善
,

抑制或

逐步消除带全局性的水土流失
、

季节性早湿和土壤肥力衰竭等障碍
。

使区域治理和资源的持

续利用结合起来
,

形成相互促进的 良性循环
。

为此
,

必须应用经济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
,

以

生物方法为主
、

辅以农学
、

水利
、

化学等措施
,

建立农
、

果
、

林
、

畜综合配置的少
、 工复合生

态系统模式
,

达到寓治于用的目的
,

以期取得经济
、

生态和社会等综合效益
。

试验表明
:

1
.

人工栽培植被完全可以形成茂密的生境
。

凡采用农
、

果
、

林
、

畜综合配置

的丘岗集流面
,

当植被覆盖率达 60 一 80 %时
,

水土流失即得到基本控制
。

观测结果表明
,

50

一 60 m m /小时的暴雨
,

每亩裸地的土体流失量约 1 吨
,

其中粘粒 3 00 一 40 0公斤
、

有机质 15 一
2 0公斤

、

氮 c
.

8一 1
.

0公斤
、

磷 0
.

5公斤和钾 1 5一 20 公斤
;而人工植被覆盖地由于土壤渗水景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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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地增长 )8( 一 90 %
,

含水率提高 3 %
,

且变化平 缓
,

近地面相对湿度比裸地高 2
.

6一 7
.

7%
,

早热季节近地面气温比裸地降低 5 ℃ ; 大气相对湿度比裸地高 9
.

8 %
。

因而复合生态系统中的

桔树与单纯桔园相比
,

其落叶率和落果率分别下降 1 0
.

2和 6
.

0%
,

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6 7
.

。%
。

2
.

农 (饲料 )
、

肥 (绿肥 )
、

畜结合
、

能抗衡土壤肥力的衰竭
,

促使生物地球化学物质循环明显

优化和土壤养分的积累
。

农
、

果
、

林
、

肥模式与单一果园相比
,

土壤有机质增长 16
.

3 %
,

全

氮增 4 2%
,

有效磷增 73
.

7%
,

速效钾增 16
.

3% ; 前者的养分流通量氮增加 1 0
.

8 倍
,

磷增 8
.

3

倍
,

钾增 9
.

4倍
; 生物产量的能输出量

,

前者高达 2 5 8 9 OM C al / h a/ y ea r ,

而后者只有 7 4 1 o M

C al / ha / y ae r ; 土地光能利用率前者是后者的 3
.

4倍
。

在农
、

林
、

果
、

肥系统中再增加畜牧业

环节
,

每年 以大量猪粪投入土壤
,

经 2一 3年
,

土壤有机质可由对照 田块的 1 09 / k g增至 1 29
`

k g

以上
,

速效磷增长 15 m g / k g 以上
,

阳离子交换量平均提高 0
.

88 C m ol / k g ,

盐基饱和 度
_

L升

6
.

8%
, 0

.

01 一 o
.

05 m m 微团聚体增加 1
.

84 %
,

耕层容重降至 1
.

2 0 9 c/ m “
以下

。
3

.

有效地增 加

亚系统促使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产品及经济效益的能力
。

在农
、

果
、

林
、

畜的大系统中
,

使果

园或稻田增加养菇环节
;
或在果

、

经园中增加防护林
;
或在果园和旱作物 中套种绿肥

,

可以使

单位面积的经济收益增长 46 一 1 0 0 0% ; 能量转化率提高 25 。%左右
;
产投比由小于 1增至 1

.

83 一

4 1 ;人均经济收入增长 14 一 25 %
。

上述效果表明
,

在南方红黄壤区域
,

推行人工复合生态系统模式
,

是开发土地资源的关

键
。

(三 )揭示红黄壤肥力的本质

水上流失使红黄壤肥力衰竭
。

若恢复 自然林草植被
,

耕地大量施用有机肥
,

土壤肥力将

迅速提高
,

作物产量也随之上升
。

表明决定红黄壤肥力的是有机物质
,

特别是与无机粘粒紧密

结合的有机一无机复合体
。

前人对各类土壤复合体的作用
,

如增强蓄水和保水性能
,

增加磷素

等养分有效率
,

降低铝毒
,

促进 良好结构的形成等等
,

已经做过许多研究
。

我们的初步研究

表明
,

耕垦裸地侧向片蚀所损失的复合体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

它是导致土壤肥力衰退的重要

原因之一
,

必须经常予 以补充
。

其途径是
: 1

.

通过农牧结合
,

投入足量的有机肥
,

以促进 土壤

生物包括蛆蝴的活动
。

据研究
,

若土壤有机质增至 2 5 9 / k g 以上
,

蛆酬量每亩可 高达 3
.

9 火

1。 `
条

,

折合生物量 3
.

7 又 10
`

克
,

绷粪积累量可达 1 3
.

2吨
,

相当于 0
.

9厘米的土层
。

酬粪本身有

机质含量高达 1 0 0 9 / k g
,

并且有复合体的性质
。

2
.

通过重施化肥
,

增加生物根搓积累量和还田

的数最
,

利用生物 自身的循环增进土壤有机一无机复合体的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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